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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伊拉克摩苏尔 3 月 22 日电（记
者程帅朋、魏玉栋）伊拉克政府军最近发动了
摩苏尔西城收复战。21 日，新华社记者进入
交战区探访伊政府军阵地。就在记者要离开
前线时，一声巨响传来，震得人头晕耳鸣，下
意识地蹲在地上。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
分子发射的一枚火箭弹在距离记者不超过十
米处爆炸。

记者随后得知，火箭弹落在了摩苏尔火
车站里，若不是有火车站外围的水泥墙遮挡，
后果不堪设想。

摩苏尔西部战事开启以来，担任主攻任
务的伊联邦警察部队便在摩苏尔以南 20 公
里的阿拉吉村设立媒体管理处，为去前线采
访的各方记者进行协调。完成登记后，记者换
乘联邦警察部队的车辆，前往摩苏尔市区。

一路向北，路上行人渐少，道路两旁的建

筑损毁程度逐渐增加。刚开始，在路过的村子
还能看到一些孩子在玩耍，村外有大群的绵
羊和牛在悠闲吃草。但这难得一见的田园风
光很快就变成了满目疮痍。

摩苏尔机场曾经是一个繁荣的航空港，
如今布满杂物的水泥地上见不到一座建筑。
一辆破烂的厢式货车停在空地上，几棵大树
孤零零地矗立在离货车不远的地方，大树下
散落着被丢弃的颜色各异的衣服，映衬着远
处爆炸后腾起的黑烟。

继续北行，炮击声和机枪射击发出的“哒
哒声”越来越清晰。进入摩苏尔城区，道路两
旁见不到完好无损的建筑，大量房屋被炸毁，
甚至成为废墟。路上遍布被炸毁的汽车碎片
以及其他杂物。

车辆在狭窄泥泞的街道上行驶，最后停
在摩苏尔火车站和老城区之间的一条街道

上。这条街道将伊拉克政府军控制区和“伊斯
兰国”控制的老城区隔开，双方形成对峙。

在这条南北走向的街道一侧，数名联邦
警察部队士兵站在火堆旁取暖，旁边的旧沙
发上随意摆放着子弹、机枪、头盔和防弹背
心，这里是伊士兵略作休息之处。

再往前约 20 米，便是双方激烈交火的一
条东西走向街道。机枪声、炮击声、榴弹发射
声不绝于耳。贴着街道一侧低矮的院墙，记者
放低身体，尽量靠近交火地点。

在场士兵连连摆手，说着“狙击手、狙击
手”，不许记者一行继续前行。在记者视线所及
范围，街道内一辆政府军的铲车被“伊斯兰国”
的汽车炸弹炸毁，燃烧的汽车还冒着黑烟。

这时，伊政府军和恐怖分子间的交火加
剧，“伊斯兰国”武装发射的迫击炮弹落在了
另一侧的摩苏尔火车站里，好在炮击并未造

成伤亡。政府军随即反击，向老城区发射一枚
榴弹，机枪手同时开火。榴弹发射时的巨大声
响，震得五六米外的记者耳朵嗡嗡作响。

四周的炮击声和枪声不断响起。忽然，一
对夫妇带着 3 个孩子从交火街道对面联邦警
察部队身后钻出来，他们刚从“伊斯兰国”控
制的区域逃出。两个孩子快速通过交火街道，
那对夫妇和长子紧随其后，抵达安全区域，随
后他们将准备撤离到附近的安置营地。

今年 2 月 19 日，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宣布
正式发起收复摩苏尔西部城区的军事行动。
一个月来，政府军推进顺利，目前已控制西城
超过三分之一的地区。目前，伊拉克政府军正
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对“伊斯兰国”武装发动
进攻，但由于老城区街巷狭窄，恐怖分子又挟
持了大量平民作为“肉盾”，政府军推进面临
巨大挑战，攻势逐渐放缓。

说起“脱欧”，上世纪
70 年代的英国就已经尝试过
一次了：中东战争引发石油危
机重创欧洲经济，英国也被严
重拖累，国内高呼弃欧。不
过，最后的公投结果是 67%
的英国人选择了“留下”。

4 0 余年后的又一次公
投， 5 2 % 的英国人选择了
“离开”。 52 岁的奥尼尔就
在其中。

威德尼斯，利物浦郊区的
工业城镇，化工厂的烟囱还冒
着白烟。这里地处英国“锈
带”，是“脱欧”的主要票仓
之一。奥尼尔和妻子莉萨，还
有他们的四个孩子就居住在这
儿。奥尼尔夫妇人均 2 万多英
镑(约合 17 万元人民币)的年
收入刚够得上全国平均线。

“移民挤占我们的资源空
间；税交得太多，都是英国补
贴给了欧盟；留在欧盟我们没啥好处，离开欧盟我们没啥
损失。”基于这些想法，不少人在公投中和奥尼尔作了同
样的选择。

在“脱欧”问题上，特雷莎·梅似乎比奥尼尔更“硬”。在
时尚大刊《Vogue》拍摄的照片中，这位英国女首相表情坚
毅地端坐着，上身前倾，“鹰派”气质凸显。

经济表现给了选择“脱欧”的英国人底气： 2016 年
英国经济增速在西方七国集团中位居第二，最新的官方数
据预计 2017 年情况更好，增速将达到 2% ，还要高于此
前预测。

与之相应，欧元区经济也在展现出良好韧性。截至今年
1 月，欧元区 19 国经济连续 15 个月保持增长，2016 年经
济增速达 1 . 7%，自 2008 年以来增速首次超过美国。

然而，面对这些数据，《金融时报》在报道英国“脱
欧”影响时，还是选择了“前路崎岖坎坷”的词语。不少
专家说，英国的经济内伤显现存在滞后性，负面效应或在
今年不断显露，欧洲整体经济形势也将受到影响。

对此，奥尼尔也认为，“脱欧”势在必行而且结果可
控，但之后不可避免会有变化。说这话时，他的脸上能看
得到忧虑。“我最大的担心是四个孩子和他们孩子的未
来。我和莉萨结婚时，可以在负担日常用度的同时按揭买
房。而大儿子彼得现在是租房住，我看不到他能买上一套
自己的房子。”

“或许从某些方面说，去年的公投是一次情绪化的投
票，”奥尼尔说，“我看到了人们对公投结果的某种恐
惧，就像是我们的国家要陷入一个巨大的漩涡。”

的确，微弱比例胜出，意味着“恋欧人”的失意，还
意味着数十年欧洲一体化滚滚向前的大潮出现了岔流。

从起初六个国家组成欧共体，到如今欧盟包括 20 多
个国家；从申根协定生效时只有七个国家，到如今的 26
个国家；从欧元区成立时只有 11 个国家，到现在欧元已
在 19 个国家流通。

广阔的共同市场，协同的政治经济政策，加速的产业
链分工，商品、服务、资本、人员的自由流通，欧洲一体
化进程的画卷沿着时空之轴铺展而来。欧盟也从单一经济
一体化组织逐步发展为在政治、外交、防务等多方面的国
家联合体，在促进各成员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功不可
没。

“我这一代没有在欧洲的战壕中战斗过，不像 20世
纪两次世界大战中的那些父辈们，”奥尼尔说，“在这个
意义上，欧盟帮助实现了整个欧洲的和平与稳定，欧盟在
为世界作贡献。”

然而，随着历史轮盘旋转，交织的利弊此起彼伏。欧
盟的先天不足似乎早已为英国“脱欧”埋下了伏笔：由于
欧盟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一体化进程在好年景
时可能“锦上添花”，可在经济疲弱的时代却难“雪中送
炭”，还带来了反噬。

正如欧元，人类货币史上的伟大创举，却远不完美。
欧元区国家只有统一的货币政策，却没有统一的财政政
策。与生俱来的缺陷成为欧债危机的一大原因。“多速欧
洲”的发展进一步加剧裂痕，从事实上造成欧盟的分裂。
伴随着近年经济低迷、难民危机、恐怖袭击等挑战，欧盟
内部的分歧与矛盾愈加凸显。

在奥尼尔看来，英国“脱欧”正显示出欧盟的不和谐
迹象和日益增大的离心力，“法国像英国一样，拥有庞大
的工人阶级，他们正感受着外来移民的影响。我怀疑法国
也会像英国一样”。

“英国的离开就像推倒了一块多米诺骨牌，我希望没
有连锁反应，大面积‘脱欧’对欧洲肯定不是好事，”奥
尼尔说。

再过几天，欧盟就要举行《罗马条约》签署 60 周年
的纪念活动。经过多年发展，欧洲一体化已积累了深厚基
础，退回“各自为战”模式的代价恐将更大，但推进全面
的一体化、打造“国家联邦”也并不现实。

眼下在很多人心中，最担忧的是“多速欧洲”演变成
“潘多拉盒子”。盒子一开，欧洲和世界就可能陷入混
乱。所以当荷兰大选结果一出，主张“脱欧”的极右翼失
利后，不少欧洲人长舒了口气。

在如今欧洲大陆内忧外患的背景下，讨论欧盟前景的
“合与不合”似乎还是抵不上过安稳日子来得实在。或
许，在某种意义上，英国此时选择离开恰似一记警钟，倒
逼欧盟加速改革，令合作机制更加完善。有理由相信，有
关欧洲一体化的探索会愈加深入，考量会更多维度。欧盟
之歌《欢乐颂》的下一首应该不会是《安魂曲》。

“英国人一直在与世界各地往来贸易，和欧洲就更是
如此。我希望以后还是如此，”奥尼尔说完耸了耸肩。

一列“欧洲之星”呼啸而驰，穿越海峡连接英国与欧
洲大陆。每天，很多人乘着很多班这样的列车，进入暗黑
的隧道，不久就会看到尽头的光点，随后不断扩大，扩
大……

(记者康逸、桂涛、谢鹏)新华社伦敦 3 月 22 日电

新华社悉尼 3 月 22 日电(记者张小军、
宋聃)“我待在寄宿家庭，会经常有‘宾至如
归’的感觉。”在悉尼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中
国香港留学生申玉中这样形容他在澳大利亚
的“新家”。

第一次在国外生活，申玉中选择寄宿在
单亲妈妈米丽·弗朗的家里。他说，住在这里
勾起了他对家的记忆。

见到记者时，申玉中穿着黑色的“皮卡
丘”文化衫。他是动画人物皮卡丘的“迷弟”，
身上的文化衫是弗朗的孩子们送给他的圣诞
礼物。

申玉中一边与弗朗准备着午饭，一边对
记者表示，留学生应该尝试与澳大利亚的寄
宿家庭共同生活，这样可以学到很多文化层
面的东西。弗朗有新西兰毛利人的血统，申玉

中说，这让他在与弗朗一家共同的生活中感
受到了原汁原味的澳新土著文化。

数据显示，过去两年，寄宿澳大利亚家庭
的留学生人数增长了 20%。这种独特的体验
成为了留学生与澳大利亚文化互动的有效途
径。对很多留学生来说，没有什么地方比澳大
利亚家庭更适合开始留学生活。

申玉中说，学习的开端充满困难，“第一
天上课，老师走进门就说，‘我相信所有人都
听过这个……’，其他人都在点头，但我却是
一脸问号”。“与澳大利亚家庭生活在一起，帮
助我更快适应这里的多元文化”。

与此同时，弗朗一家也利用提供寄宿的
大好机会，交上了新朋友。弗朗是 4 个孩子的
母亲，为了减轻生活负担，7 年前她开始向留
学生提供寄宿。

“(提供寄宿的)感觉很好。我喜欢不同的
文化和新事物。我个人认为，在对待年轻人、
儿童、老人和家庭的方式上，新西兰的毛利文
化与中国文化非常相似。和寄宿学生住在一
起，是一种很包容的生活方式，对我的孩子
(成长)非常好，他们学会了接受不同地方不
同身份的人，”弗朗说。

吃完饭后不久，弗朗两个在家的孩子已
经和申玉中玩闹在了一起。申玉中摆满了皮
卡丘玩偶的房间，是孩子们喜欢的游乐场所。

像申玉中这样寄宿在澳大利亚家庭中数
以万计的中国留学生，是中澳年青一代文化
交流的先锋。他们与寄宿家庭结成深厚友谊，
成为了中澳友谊基石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些年来，中澳两国人文交流不断深化。
中国在澳大利亚的留学生乃至华侨华人，成

为连接中澳友谊的重要纽带。去年两国人员
往来近 200 万人次，在澳中国留学生达到 26
万人。中国最近几年一直是澳大利亚海外留
学生最大来源国，澳大利亚政府也在大力推
动“新科伦坡计划”，鼓励更多澳大利亚青年
前往中国等亚洲国家留学，这样的双向互动
将会打开更多相互了解的窗口。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像申玉中和弗朗一
家一样的万千中澳民众，在共同生活的点点
滴滴中，不仅友谊日渐深厚，更在潜移默化中
加深了对彼此国家的了解。

“人们对其他文化的偏见和否定源自不
理解和不熟悉。像这样为留学生提供食宿，可
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弗朗说。

“这里有温馨的家庭氛围，这太幸福了，”
申玉中腼腆地笑了。

■新华时评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3 月 22 日开始对澳
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这是继 2014 年国家
主席习近平访澳之后，中国领导人对澳大利
亚的又一次重要访问。

两年多来，中澳双边关系在新高度继续
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全面性、战略性和务实
性成为中澳双边关系的新特点。在国际形势
充满不确定性的今天，中澳更应加强合作，
共迎挑战，抵御逆全球化的暗流。

中澳自贸协定生效是近两年来发生在
两国之间的一件大事，协定生效一年多来成
果显著。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 年

1 月至 12 月，中澳双边货物进出口总额为
1040 . 7 亿美元。中国仍是澳大利亚最大贸易
伙伴。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1
月，中国继续保持澳大利亚第一大出口市场
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地位。

澳大利亚是矿业大国，来自澳大利亚的
铁矿石等初级产品助力了中国经济发展，中
国市场的旺盛需求也帮助澳大利亚度过了金
融危机，实现了持续 25 年的经济增长，造就了

“矿业繁荣”。目前，两国都面临经济转型的压
力，中澳自贸协定释放并扩大了澳大利亚在
农产品、服务业方面的潜力和优势，为两国从

“矿业繁荣”转型到“自贸繁荣”创造了条件。
中澳自贸协定是两国自贸战略的交集。

中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中国将继续
推进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澳大利
亚总理特恩布尔上月在会见中国外长王毅时
表示，澳方是贸易自由化的坚定倡导者和受
益者。澳将同中方一道坚决反对任何保护主
义，这符合澳中两国和世界的共同利益。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不确定性凸
显，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在这样的背景下，中
澳两国坚定支持全球化、支持开放经济和自
由贸易的表态就显得格外珍贵。

澳大利亚知名经济学家彼得·德赖斯代
尔指出，一些人将本国出现的问题归咎于全
球化，但实际上问题并不出在全球化本身，
而出在各国如何兑现全球化好处、在社会各

阶层均衡分配全球化的益处。
澳大利亚对全球化的支持有较强的社

会基础。在过去 20 年贸易自由化盛行期间，
除去通货膨胀因素，澳大利亚工人及中产阶
级家庭实际所得收入增长了 40%。这使得开
放市场、自由贸易成为澳大利亚政界和普通
大众接受的原则。

一直以来，中方对一切有助于促进地区经
济一体化、有利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的区域
安排，都持积极和开放态度。逆流越劲，越需定
力。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中澳两国将强化共识，
共同对外发出致力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
国际贸易体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明确信息。
(记者徐海静)新华社堪培拉 3 月 22 日电

中澳强化共识抵御逆全球化暗流

中国留学生在澳大利亚的幸福“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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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这是一次艰

难的旅程”——— 9 个月前

投下“脱欧”票的英国人锡

德·奥尼尔语气中难掩无

奈。对于很多英国人来说，

决定投票那一刻，就像站在

一个岔路口，迷茫而纠结

25 日，欧盟将举行

特别峰会纪念《罗马条

约》，60 年前这个条约的

签署为欧盟雏形奠定了基

础；29 日，英国将正式开

启“脱欧”程序，成为欧洲

一体化大厦构建多年后第

一块“剥落的墙砖”

新华社北京 3 月 22 日电(记者孙辰茜)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2 日表示，美国国务卿
蒂勒森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就本着不冲突不
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好新起
点上的中美关系达成了清晰共识，这是中美
作为两个重要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蒂勒森上周
访问中国时，强调中美两国应坚持不冲突不对
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引起广泛关注。美国有
学者和政府前高官批评蒂勒森的说法，因为这
被个别媒体称为中国的“外交胜利”，被看作是
为北京的核心利益“背书”。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此次蒂勒森国务卿访华期间，中美双
方就中美两国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
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好新起点上的中美
关系达成了清晰共识。”华春莹说，“这谈不
上是谁的胜利，而是中美作为两个重要大国
的正确相处之道。”她说，不冲突不对抗、相

互尊重、合作共赢是近年来中美关系得以稳
定发展的有益经验，值得继承和发扬。华春
莹表示，中方愿意与美方进一步加强沟通，
加深了解，增进互信，妥处分歧，不断拓展在
双边、地区以及国际层面的合作，推动中美
关系在新起点上取得更大发展。

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外交部谈中美两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狙击手、狙击手！”新华社记者在摩苏尔

新华社伦敦 3 月
22 日电(记者桂涛)
英国伦敦警方 22 日
说，警方于当地时间
14 时接到报警称英
国议会大厦附近发生
袭击事件。据新华社
记者在议会内了解到
的信息，袭击事件导
致的具体伤亡人数尚
不清楚，但是袭击者
已被警方击毙。

事发时，记者受
英国议会邀请正在
议会参加活动，同行
还有十几位外国记
者。目前，所有滞留
在议会内的人员被
要求前往指定地点
集合。记者看到全副
武装的特警出现在
议会内，议会大屏幕
滚动显示：议会外发
生安全事件，议会暂
时关闭。

据英国广播公
司报道，事发时现场
传出 4 声枪响。英国
议会下院领袖戴维·
罗伊·利丁顿发表声
明说，议会大厦附近
发生袭击事件，持刀
袭击者已被警方击
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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